
8
察

观 2023年9月8日 星期五 编辑：郑海燕 新闻热线：01084395094

牛
蛙
：

餐
桌
新
宠
的
曲
折
发
展
路

牛蛙是我国重要的水

产养殖物种，随着牛蛙为

主的餐饮受到年轻人欢

迎，市场需求越来越大，倒

推牛蛙养殖产量逐年攀

升、产值不断增长，大有赶

超小龙虾的趋势。

2022年我国已有超过

1万家牛蛙主题餐厅、3万

多家牛蛙相关餐饮店，全

国牛蛙产业链总产值近

800亿元，有望很快突破千

亿元规模。如今，相关支

持产业发展政策越来越明

晰，可以消除以往的争议

和质疑，让牛蛙产业走上

绿色健康的发展之路。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冯建伟 雷少斐

提起牛蛙，人们的印象中会浮现出体型肥硕、叫
声如牛的巨型青蛙的难看形象，但人们又往往禁不
住牛蛙美食的种种诱惑。近期，“福建省漳平市村民
93万尾蛙苗被消杀”的新闻引发社会关注，也让人产
生了“牛蛙为何被消杀？牛蛙到底能不能养？”的
疑问。

牛蛙是我国重要的水产养殖物种，但过去由于
缺乏可操作的行业标准和监管，出现尾水排放不达
标和牛蛙产品质量不合格等问题，导致一些地方以
此为由，随意强拆设施、停养，甚至禁养牛蛙。然而，
随着牛蛙为主的餐饮受到年轻人欢迎，市场需求越
来越大，倒推牛蛙养殖产量逐年攀升、产值不断增
长，大有赶超小龙虾的趋势。

面对这样的现象，人们不禁追问：牛蛙到底能不
能养？为什么要发展牛蛙产业？牛蛙养殖存在哪些
问题？该如何推动牛蛙产业绿色健康发展？记者对
此进行深入调查。

从艰难起步到效益可观

“我从1987年开始养牛蛙，那个年代的牛蛙种苗
其实很多都是从台湾引进的。”在牛蛙产业拼搏了36
年，福建咏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朱向荣在这
个行业的发展路径，与大部分“牛蛙人”不同，从养
殖、销售、饲料、出口到餐饮，再到如今的投身牛蛙的
动保领域，一步步构建起了自己牛蛙王国的商业版
图，而追溯起产业发展的起起伏伏，他还是不胜唏
嘘：“起步艰难，历尽艰辛。”

牛蛙属于两栖纲、蛙科，原产于北美洲，具有生
长快速、节水节能等特点，是高效生产优质蛋白的水
产养殖动物。1962年6月5日，古巴总理卡斯特罗赠
送中国的 200对牛蛙，从古巴首都哈瓦那历时 5天到
达北京，并于当天搭乘火车去往南京、上海和广州等
地的水产院校和水产养殖试验场。不远万里跨洋而
来的牛蛙，揭开了我国人工养殖牛蛙的序幕。

20 世纪 80 年代的福建省，牛蛙养殖悄然兴起。
一粒牛蛙蝌蚪卖到了 1元多钱，一对种蛙炒到了 500
元钱，这在当时相当于一头牛的价格。19 岁的朱向
荣认为自己找到了商机，他托亲戚找朋友买了几对
种蛙，开启了牛蛙养殖生涯，投身到养蛙热潮中。

刚开始起步很艰难，既没有技术，也没有设备，
甚至连饲料也没有。朱向荣到处挖蚯蚓、找虫子喂
牛蛙。等牛蛙大一点，去集市买虾头，剪碎了当饲
料。再长大一点，就去海边买小鱼，晒干了喂牛蛙。

辛辛苦苦忙碌了两年，朱向荣养出了几百斤牛
蛙，却发现卖不掉。好不容易联系上一个收购商，对
方给出的价格比预想低很多，算下来要亏损不少。
朱向荣感觉难以支撑，萌生退意，想把牛蛙全部卖完
就不再养了。

为了减少损失，朱向荣四处寻找销售渠道，还跑
到厦门鼓浪屿和中山路上的几家大酒店推销牛蛙。
当时酒店的人没有见过这么大的蛙，甚至不知道这
是什么东西，看见了都害怕，都不敢收购，朱向荣的
卖蛙之路也难走下去了。

转机在当年冬天出现。有一天，朱向荣的传呼
机收到酒店发来的讯息，他们想买一些牛蛙来试试
菜品效果。原来有客人点餐要吃田鸡，但是天气变
冷酒店收购不到当地青蛙了，这才想起了曾经上门
推销牛蛙的朱向荣。宰杀、烹饪，一系列操作后，一
份牛蛙美食端上餐桌，意想不到地受到食客的称
赞。大受欢迎的牛蛙菜品，让酒店发现填补市场空
缺的商机，也给朱向荣一个生机。朱向荣的销售问
题就这样解决了，养殖场也就逐渐摆脱危机，开始盈
利并逐步走向了正轨。

“牛蛙饲料短缺一直是个问题。”由于缺乏大量
牛蛙饲料，朱向荣和其他养殖户一直难以扩大养殖
规模。后来，朱向荣把精力从养殖牛蛙逐步转向收
购和销售。直到 1993 年，台湾地区饲料企业进入大
陆投资建厂，开启了牛蛙膨化饲料的规模化生产，并
且带来较先进的牛蛙养殖技术，推动了大陆牛蛙养
殖业的快速发展。

在养殖过程中，朱向荣和大多养殖户们发现了
牛蛙的诸多优点。相比于我国本地蛙类，牛蛙体型
要比人们通常称为田鸡的虎纹蛙大2-3倍，生长速度
也很快，养殖周期短，从受精卵长到商品规格大约只
需要6-7个月，当年即可上市。

“牛蛙吃下一斤饲料就能长出一斤体重。”朱向
荣说。与其他养殖动物相比，牛蛙饲料效率也很高，
而养殖生猪需要投入 2.5 斤饲料，才能实现一斤增
重。相关研究还发现，牛蛙对非鱼粉蛋白源的利用
能力强，饲料原料来源广泛，配合饲料成本较低。此
外，牛蛙养殖还节省土地，单位面积产量高，节水节
能也是牛蛙养殖的优势。

随着牛蛙养殖逐渐传播到全国各地，牛蛙流通
市场也在逐渐扩大。朱向荣抓住机会，开始涉足流
通领域，从蛙农那里收购牛蛙，再卖到全国市场甚至
出口到欧美市场。“当时牛蛙在国内每斤可以达到30
多元，价格很高。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每天能轻松赚
几百元。”朱向荣也靠着出口牛蛙腿挣到了人生的第
一桶金。

在“人人喊打”的夹缝中生存

2000 年后，国内牛蛙消费市场开始增长。朱向
荣瞅准时机，在厦门火车站旁边黄金地段开了第一
家牛蛙主题餐饮店。为了吸引顾客，他策划免费试
吃活动。果然，他的牛蛙主题餐厅迅速火爆，后来甚
至出现了“从下午 4 点到晚上 12 点排队就餐”的场
景。然而，让朱向荣未曾想到的是，牛蛙产业蓬勃发
展的背后，一场危机悄然到来。

2017 年开始，福建省一些地方最早发布了严禁
牛蛙养殖的公告，随后几年，广东、广西、江西等省
（区）也陆续加入禁养行列。局部地区的牛蛙禁养风

波愈演愈烈，牛蛙养殖一度陷入“人人喊打”的境地。
“传统的牛蛙养殖密度较高，且单位面积的用

水量较少，养殖尾水中含有高浓度的有机物。另
外，高密度牛蛙养殖容易暴发疾病，而大部分养殖
户缺乏科学养殖和防病的知识，盲目使用抗生素，
导致药物残留，危害食品安全。”集美大学水产学院
院长张春晓长期跟踪调研牛蛙产业发展，他认为，
牛蛙养殖出现尾水排放不达标和牛蛙产品质量不
合格等问题，关键在于缺乏可操作的行业标准和缺
少监管。

受禁养政策影响，朱向荣这几年始终悬着一颗
心。他一直在各省寻找养殖场地，建了新的场地，又
担心遇上新的禁养要求。如果因禁养被清退，往往
意味着上百万的损失。朱向荣曾在福建安溪县建了
几处牛蛙养殖场，但当地政府以环保原因要求退养，
限期几天内把牛蛙清理干净。他赶紧把牛蛙运出售
卖，但是牛蛙数量太多，养殖场又在山沟里，交通不
便，还剩 10 万斤牛蛙没有来得及运出去。随后这些
牛蛙便被投石灰消杀了。

“当时，要是再多给我点时间把牛蛙全部卖掉就
好了。10 万斤牛蛙消杀后方圆几公里都能闻到臭
味。本来是为了环保，反而带来了更严重的污染。”
朱向荣叹息道。在那次惨痛的教训之后，他就走出
福建，开始在海南、广西、湖南等地寻找合适养殖场
地。禁养风波下，不少牛蛙养殖户跟朱向荣一样，经
常会面临清退、拆迁的情况，不得不在夹缝中求
生存。

牛蛙的合法养殖需要依法获得水域滩涂证和养
殖证，但各地大多没有规划牛蛙养殖区域，尤其禁止
牛蛙养殖的地方政府不给养殖户颁发牛蛙养殖证，
因此，养殖户很难得到合法的养殖场地和身份。很
多牛蛙养殖户进入“半地下”状态，以“打一枪换一个
地方”的方式应对禁养政策。规模较大的养殖户只
能到处寻找新的养殖场地。而一些规模较小的农户
则打起了“游击战”：找出两处场地，一处用来养，一
处作备用，被禁养时，就把蛙苗挪到备用场地里。

“养殖户对牛蛙养殖无长期规划，养殖过程不规
范。”张春晓认为，这不仅加大了地方主管部门的执
法难度，也易引起执法纠纷。

牛蛙本是我国合法养殖的水产物种。早在
1996 年，牛蛙就被原农业部列入了水产新品种。
2020年 3月，农业农村部印发《关于贯彻落实全国人
大常委会革除滥食野生动物决定的通知》，要求对
列入农业农村部的水产新品种，要按照《渔业法》等
法律法规严格管理，列入上述水生动物相关名录的
两栖爬行类动物，按照水生动物管理。这些政策足
以消除人们对牛蛙是否可以人工养殖、销售和食用
的困惑。

虽然牛蛙养殖是合法的，有的地方出于环保的
考虑和食品安全的角度仍然禁养牛蛙，主要就是因
为养殖尾水污染、部分地区牛蛙违禁药物检出率偏
高、养殖户没有养殖证等主要问题，有些地方甚至把
牛蛙和外来入侵物种相提并论。

“但是这些问题都不应该成为一刀切禁养牛蛙
的理由。对尾水治理问题和违规用药问题，可通过
规范养殖过程解决，养殖证也可以依规申请。”张春
晓表示。

市场火爆倒逼养殖转型

在北京东直门内，一公里多的簋街，集中了过百
家餐饮店铺，这里曾经密布着卤煮、爆肚等北京特色
小吃，而近几年却被经营小龙虾、牛蛙的主题餐厅占
据。随机走进一家经营小龙虾的餐厅，也都能在菜
单里看到牛蛙大餐。在华灯初上的京城街角，和朋
友一边吃着美味的牛蛙，一边看着餐厅墙面大屏里
的足球比赛，无疑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

在千里之外，广东省韶关市北江江畔的孟洲坝
夜市上，牛蛙美食带给人们的快乐也是毫不逊色。
簋街的精美装潢、精致菜品让食客赏心悦目，而韶关
夜市则凭着蛙肉的香味让人垂涎欲滴。与簋街主打
几种牛蛙爆款产品不同，韶关夜市上的牛蛙可以煎
烤炸煮，一种食材做出十八种花样，总有一种能打动
路人的味蕾。

不得不承认，牛蛙在街头巷尾的存在感越来越
强，逐渐在大江南北的美食区占据了一席之地。

牛蛙餐饮在全国范围的火热，只是最近十几年
的事情，而我国民间食蛙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唐
代。韩愈在《答柳柳州食虾蟆》写道“而君复何为、甘
食比豢豹”，询问柳宗元为何能把蛙肉当作“豢豹之
胎”一样的美味。

清末浙江一带，农村百姓“到处捕捉烹食，稻田
几为之一空。”野生青蛙被大量捕捞，影响到了农业
生产，晚清时期还发布过禁捕青蛙的政策，但似乎并
不能阻挡一些人对蛙肉的痴迷。民国时期的城市
里，“熏田鸡”“红烧田鸡”“鲜溜田鸡”等都是热销的
夏天时令下酒菜肴。

1989年，我国将虎纹蛙列为《中国国家二级保护
动物》，禁捕禁食野生青蛙。随着野生青蛙在餐饮界
的消失，人工养殖牛蛙逐渐补位，并酝酿着一场食用
热潮。

相比于猪肉、鸡肉，牛蛙肉肌纤维相对细小，肉
质细腻爽滑，同时水分含量高，口感更加饱满多
汁。又因为牛蛙肌肉中含有多种氨基酸，且含量丰
富，比很多鱼类都高，所以吃起来味道鲜美。除了
口感美味，牛蛙肉营养也很丰富，具有高蛋白质、低
脂肪、低胆固醇等特点。每 100 克牛蛙肉的蛋白质
含量略低于鸡胸肉，但脂肪含量却比鸡胸肉低
很多。

牛蛙凭借味道鲜美、价格亲民、易于标准化等优
势，逐渐成为深受年轻人欢迎的网红美食。各大菜
系也在争相研发牛蛙菜品，湘菜里香辣开胃的干锅
牛蛙、川菜中酸辣爽口的泡椒牛蛙、粤菜里浓香鲜嫩
的啫啫牛蛙煲，都成为餐饮领域的热门菜品。今年7
月，国际餐饮巨头肯德基快速跟进，推出的牛蛙塔可
也很快在市场抢得一杯羹。

牛蛙餐饮品牌迅速扩张，连锁店越开越多。朱
向荣的牛蛙餐饮生意也是蒸蒸日上，在福建、江苏、
浙江等地开了 90 多家门店。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全
国很多餐饮店倒闭，朱向荣的牛蛙餐厅的外卖业务
异常红火，弥补了堂食收入的下滑。

国内消费越来越火爆的同时，牛蛙出口企业也
进一步拓宽了市场。汕头市冠海水产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柯锐城从 1989 年就开始向国外出口金鲳鱼、
鱿鱼，如今把牛蛙作为主要出口产品。“公司的牛蛙

预制菜受到海外市场青睐，我们正在推出更多菜品，
如嫩化牛蛙块、免浆牛蛙、牛蛙料理包等，不断拓宽
国内外市场。”

据统计，2020 年主打牛蛙的餐厅门店数增速超
过了主打烤鱼、小龙虾、酸菜鱼的餐厅，成为名副其
实的水产品类“新星”。“禁养”禁不住食，牛蛙的养殖
量不减，反而在市场需求的驱动下不断增长，2022年
牛蛙养殖产量达到 65 万吨。在禁养范围扩大的时
段，牛蛙价格还出现过上涨。2022年我国已有超过1
万家牛蛙主题餐厅、3 万多家牛蛙相关餐饮店，全国
牛蛙产业链总产值近800亿元，有望很快突破千亿元
规模。

“原产于北美的牛蛙，虽然属于外来物种，2022
年已经被列入我国发布的《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
名录》，但是名录中注明了‘依照有关规定，在特定区
域内合法养殖的水产物种不在名录管理范围内’。”
张春晓认为，牛蛙养殖可养可控，对于牛蛙养殖中存
在的问题，地方政府应该加强规范监管，更要加大对
牛蛙产业相关的科技投入。不仅不能一禁了之，而
且还要支持产业绿色转型发展。

多措并举迎来绿色发展

今年7月，汇集了国内众多牛蛙养殖、餐饮、加工
企业参加的第三届牛蛙产业绿色发展大会在广东省
韶关市召开。从业者聚集于此，为牛蛙产业如何健
康发展谋求一个答案。

韶关也曾禁养牛蛙，而如今开始大力推动“牛蛙
经济”，鼓励引导牛蛙养殖业健康发展，建立了牛蛙
绿色养殖基地，并启动了“光伏+牛蛙”示范项目。

这表明，牛蛙产业的价值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
认可。“牛蛙是健康食品，是保障粮食安全和国民健
康的蓝色食物，发展牛蛙产业是践行大食物观、助力
乡村振兴的重要战略举措。”厦门大学教授艾春香介
绍，牛蛙养殖还可以代替野生蛙类资源，为人类提供
更多优质蛙产品，有助于保护蛙类自然资源、维护生
物多样性。

牛蛙从业者在会上达成共识，要推动牛蛙产业
绿色发展，首先需要改变传统的养殖模式。

“养殖户面临两个选择：要保持较高密度养殖，
就要投入成本建设工厂化尾水处理系统，而要减少
尾水治理压力，就要降低养殖密度。”朱向荣说。

种养结合或许是平衡尾水治理和养殖密度的有
效模式。有些养殖户在村子里养了几亩牛蛙，每到
养殖尾水排放时，引得周围邻居的争抢，因为这是浇
田灌地的“肥水”。朱向荣也发现种养结合的效果不
错。他在牛蛙养殖场旁边种上芋头，养殖尾水成为
芋头的肥料，每亩地能够收获几千斤芋头，光靠卖芋
头就是一笔很不错的收益。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稻和蛙本就是
天然的一对。在这次会议上，稻蛙综合种养模式的
探索也让从业者眼前一亮。这种稻蛙模式由集美大
学、安徽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和国家农业绿色发展
长期固定观测颍上试验站合作，已经在安徽省阜阳
市颍上县试验推广了3年。

稻田为牛蛙提供良好的生存环境，养出的牛蛙
规格更大、品质更好、出肉率更高、口感更好，比常规
产品市场售价每斤高 2-3 元，以稻田蛙亩产 2000 斤
来算，牛蛙亩产价值达到2.2万元左右。张春晓曾测
算过一笔账，稻蛙模式下减少 20%-40%的饲料投喂
量，减少 50%化肥使用量，减少 60%农药使用量。该
模式可稳粮增收，提高经济效益，产出无公害农
产品。

目前，稻蛙模式已经在安徽省示范推广了 1000
亩以上。这种模式同样适宜在长江流域其他省份及
西南、东南地区推广，这些地区也是牛蛙的主要消费
市场。

传统的粗放式养殖，还容易造成违规用药问题，
带来了牛蛙食品安全隐患。很多牛蛙企业表示，企
盼出台清晰的技术标准和养殖规范，来指导从业者
科学养殖，也希望政府能够加强监管，避免出现劣币
驱逐良币的问题。

“要以‘绿色、低碳、可持续’为发展理念，以养殖
环境和产品质量安全为核心，优化养殖模式，实施分
级饲养，用最严格的环境保护措施发展环境友好型
牛蛙养殖模式，保障牛蛙食品安全，实现牛蛙养殖高
质量发展。”艾春香说。

针对牛蛙生产不规范导致的污染和药残等痛
点，农业农村部发布了农业行业标准《牛蛙生产全程
质量控制技术规范》（简称《规范》）。《规范》由中国水
产科学研究院珠江水产研究所、广州观星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等 8 家单位历时 2 年共同起草，已于 8 月 1
日实施。

“《规范》提供了牛蛙养殖行业急需的生产标
准，例如不同养殖模式、养殖规格、环境条件下的
适宜养殖密度，在养殖场地安装防逃逸围网以防
止牛蛙形成野外种群破坏生态等。这些标准将有
助于提高养殖效率，在推动牛蛙高效生产的同时，
保障食品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中国水产科学院
珠江水产研究所谢骏研究员表示。8 月中旬，农业
农村部出台《关于推进牛蛙养殖产业持续健康发
展的通知》，要求着力推进牛蛙绿色健康养殖，推
广牛蛙生态健康养殖技术模式，针对尾水治理、质
量安全、养殖用地等行业痛点问题提出了对应的
规范措施。并要求纠正“一刀切”禁养牛蛙的不合
理政策，切实保障养殖主体合法权益。牛蛙行业
标准和规范制度的集中出台，也为产业绿色发展
指明了方向。

今年初，朱向荣进一步拉长产业链条，跟湖南大
学水产学院、动科院、动医学院等高校科研机构全方
位合作，研发生产高端高质量牛蛙动保产品。“目的
就是让养殖端用上专业的牛蛙动保产品，养殖的牛
蛙更健康。”

多措并举之下，产业转型之路愈加明晰，牛蛙产
业链上的众多从业者纷纷表示，相关支持产业发展
政策越来越明晰，可以消除以往的争议和质疑，让牛
蛙产业走上绿色健康的发展之路。

干锅牛蛙。 资料图

广东省韶关市孟洲坝夜市上，食客在品尝牛蛙美食。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雷少斐 摄

某牛蛙养殖基地的养殖户在向客人展示即将出售的牛蛙。
资料图


